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6 月 28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正
式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九版）》。新版防控方案在认
真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八版）》印发后的防控工作实
践，特别是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
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等特点的基础
上，从优化调整风险人员的隔离管
理期限和方式，统一封管控区和中
高风险区划定标准，完善疫情监测
要求，优化区域核酸检测策略四大
方面做出最新规定，进一步指导各
地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具体而言，即优化调整风险人
员的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将密切

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
健康监测”调整为“7 天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核酸检
测措施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 1、
4、7、14天核酸检测，采集鼻咽拭子，
解除隔离前双采双检”调整为“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第1、2、3、5、7天和居
家健康监测第3天核酸检测，采集口
咽拭子”，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前
不要求双采双检。密接的密接管控
措施从“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调
整为“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
4、7天核酸检测。

统一封管控区和中高风险区划
定标准，将两类风险区域划定标准
和防控措施进行衔接对应，统一使
用中高风险区的概念，形成新的风
险区域划定及管控方案。高风险区

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务”，连续7
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中风险区，中
风险区连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
低风险区。其他地区对近7天内有
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采取7天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措施。中风险区实行

“足不出区、错峰取物”，连续7天无
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其他地
区对近7天内有中风险区旅居史人
员，采取7天居家医学观察措施。低
风险区指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
区、旗）的其他地区，实行“个人防
护、避免聚集”。其他地区对近7天
内有低风险区旅居史人员，要求3天
内完成2次核酸检测。

完善疫情监测要求，加密风险
职业人群核酸检测频次，将与入境
人员、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核
酸检测调整为每天 1 次，对人员密

集、接触人员频繁、流动性强的从业
人员核酸检测调整为每周2次。增
加抗原检测作为疫情监测的补充手
段，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可疑患者、
疫情处置时对中高风险区人员等可
增加抗原检测。

优化区域核酸检测策略，明确
不同人口规模区域核酸检测方案，
针对省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以上城
市、一般城市、农村地区，综合疫情
发生后感染来源是否明确、是否存
在社区传播风险及传播链是否清晰
等因素进行研判，根据风险大小，按
照分级分类的原则，确定区域核酸
检测的范围和频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要求，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健全疫情防控指挥体
系，加强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明确

部门职责和分工；要依托已有信息
平台或单独建设应急处置信息平
台，横向整合各部门疫情相关数
据，纵向贯通国家信息平台，提升
监测预警能力。各级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按照疫情不同情景应对要
求，结合当地实际，做好专业防控
队伍、核酸检测能力、定点医院、集
中隔离场所、转运车辆、防疫物资
等储备；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物
资储备和调用机制；要结合当地疫
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定期组织
开展重点机构、重点场所、重点人
群防控、应急处置演练、能力储备
及疫情处置等工作的督导检查，及
时发现问题和薄弱环节，并督促整
改，避免过度防控与层层加码，确
保疫情防控和处置各项政策措施
规范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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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援赞比亚第 23 批
医疗队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的
安排下，成功救治一名从高处坠
落、伤情严重的同胞。

当天傍晚，中国援赞比亚第
23批医疗队队长闫宏宪突然接到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经参处参赞
刘国玉的电话：“有一名同胞在工

作时不慎从高处坠落，伤情严重，
请组织医疗队专家紧急救治。”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请您
放心。”闫宏宪斩钉截铁地说。
闫宏宪立即组织医疗队专家紧
急会诊。专家组经过讨论，明确
患者为高空坠落伤，脊柱爆裂骨
折，压迫脊髓，需要紧急进行骨

科手术。
闫宏宪立刻联系赞比亚当地

最好的骨科医院，那里的手术器
械相对完善。很快，手术开始了，
医疗队骨科医生王超和当地意大
利骨科医院医生穆勒、麦克等对
患者实施了紧急手术。2 小时后
手术结束，患者骨折复位，压迫解
除。

患者苏醒后，王超立刻为其
检查神经恢复情况：“动动双脚、
双腿，有感觉吗？”

“王主任，我的腿有感觉，可
以动，我没有瘫！”患者感激地说。

“那就好，好好休息。”直到这
时，王超紧蹙的双眉才渐渐舒展
开来。交代完注意事项后，王超
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病房。面
对患者所在中资企业代表李经理
的感谢，王超说：“中国医疗队代
表的是国家，为中国同胞治病是
我们的职责。”

随后，李经理专门送来感谢
信和锦旗，感激地说：“意外发生
后，我们第一时间找到了中国大
使馆，找到了中国医疗队，有你们
做依靠，才能使同胞在异国他乡
得到高水平的医疗救治。”

中国援赞医疗队紧急救治受伤同胞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刘海潮 陈振波

本报讯 （记 者 刘 旸
通讯员张璐鹏）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日前印发通知，明确
全省要培训350名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
馆专业技术人员，以进一步
加强基层中医药骨干人才
培训，提高基层卫生技术人
员运用中医药知识与技能
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能
力。

此次培训的对象，以中
医 类 执 业（助 理）医 师 优
先。培训设置了包括《中医
基础理论》《内科常见病多
发病诊疗要点》《经络腧穴
学基本理论》《中医药适宜
技术概论》在内的 16 门课
程。通知要求，各地在遴选
培训对象时要结合实际情
况，向尚不能提供中医药服
务和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缺
乏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
斜。

按照培训安排，中医馆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分为基
础理论知识培训、临床技能
培训两部分。培训采用线
上理论和线下技能培训相
结合的方式，分 5 个批次进
行；学员完成培训且考试合
格后，将获得结业证书，并
被授予省级中医药继续教
育学分25分。其中，线上理
论培训部分将在 2022 年 7
月4日至7月7日，采取网络
平台直播的形式进行；线下
技能培训及考核，将在 7 月
12日至8月12日，分5个批
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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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 旸）6 月 27
日晚，由 88 位河南医疗卫生专家
组成的医疗队顺利抵达哈密，开启
河南省第八批“中原名医哈密行”
和第三批医疗卫生“小组团”援疆
工作。哈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付剑伟；河南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
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
朱自锋等到场迎接。

多年来，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
坚持把“中原名医哈密行”活动作
为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

要举措深入开展，先后派出多批次
医疗卫生专家团队，采用“师带
徒”、结对帮扶共建等方式，助力哈
密市、十三师新星市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2022年上半年，河南
省已派出 5 支队伍、239 位医疗卫
生专家，为哈密市、十三师新星市
各族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此次选派的88位医疗卫生专
家，来自脊柱脊髓外科、神经病学
及脑血管病学、泌尿外科等多个重
点学科领域，汇集了河南省内 40
家医疗单位的精兵强将，是历次选

派的人数最多、专家阵容庞大的柔
性援疆队伍。他们将在哈密市、十
三师新星市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对
口支援工作。

付剑伟说，对口援疆是国家战
略，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多年来，河
南省站位对口援疆工作大局，在人
力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通过短
期和长期相结合、输血式和造血式
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持续不断地选
派医疗卫生专家来哈密开展技术
帮扶，给予无私援助。这充分体现

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对援疆工作
的高度重视，对哈密各族人民的深
情厚谊。

“在援疆工作期间，我们将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卫生
健康委援疆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
医疗援疆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用心、用情、用爱践行医
者初心和援疆使命，尽全力为哈密
市、十三师新星市打造一支留得
住、能战斗、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
伍。”带队抵疆的河南省人民医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陈传亮说。

88位河南医疗卫生专家抵疆工作

→ 6 月 29 日，一位家长带着孩
子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大厅
欣赏精美的手绘作品。近日，该院
在1号病房楼一楼大厅举办“守郑·
护豫·温暖”画展，吸引了众多患者
及家属驻足观看。省人民医院幼
儿园的师生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了
心中的英雄和最爱的爸爸妈妈。

冯金灿 史 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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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全国优秀医药健康类报纸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
陈 克）6月27日，记者从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召开的全省医养结合项目建
设工作推进会上获悉，今年，河南以
省财政和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医养结
合项目建设为抓手，积极开展医养
结合示范县（市、区）和示范机构创
建工作，持续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质
量和健康养老服务水平，推动老龄
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周勇参会并讲话。

周勇说，2021年，河南认真贯彻
落实全国老龄工作会议精神，完善
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老龄工作机制；
开设“河南老龄”微信公众号，在《医
药卫生报》开设《河南老龄》专版，搭
建宣传平台；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全省 43 个社
区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社区”，57 个社区被评为“河南省老
年友好型社区”，评选出二级以上老
年友善医疗机构240所、老年友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1009所。

河南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
手，做好老年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达到 70.91%、中医健康管理率达到
73.11%；积极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建设，全省挂牌老年医院 125 家、康
复医院47家、护理院20家，设置安宁
疗护中心 49 家，二级以上公立综合
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215家、占比
53.09%，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比
例达到 100%，医疗机构普遍为老年
人就医建立“绿色通道”；加强老年
医学人才队伍建设，遴选确定河南
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省级全
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基地，培养培
训老年医学（含医养结合）骨干医务
人员201名，培训安宁疗护专业人才
55名。

河南积极探索医养结合发展路
径，在全国做到了“三个率先”，即率
先成立省级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控制
中心和质控工作体系，建立智慧化
质控平台，开展服务质量督导考核
评价；率先组织开展省财政支持的
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建设，省财政厅
向 83 个建设项目预算下达奖补资
金 3.9 亿元；率先制定《医养结合机
构服务质量评价标准》，推动医养结
合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全
省医养结合机构 368 家，设置床位
5.7万张，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约
合作 3865 对，养老机构普遍能够以
不同形式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卫生
服务。

周勇说，2022年，全省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提升政治站位，扎实推动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强化老龄办统筹
协调职能，认真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加快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广泛开展“智慧助老”行
动，积极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和“敬老文明号”，举
办好“敬老月”活动。

河南要落实好“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深
入推进健康中原——老年健康促进行动，积极组
织开展老年失能预防干预、老年心理关爱、老年口
腔健康、老年营养改善等专项和试点工作；进一步
优化老年医疗资源配置，推动老年医院、康复医
院、护理院、安宁疗护等老年医疗机构建设，支持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康复、护理床位，建立完善
老年医疗服务网络；高度重视老年医学等相关专
业人才培养，加大老年医学适宜技术推广使用力
度，推动老年医疗服务由单病种治疗模式向多病
共治模式转变。

周勇说，从2022年开始，河南要开展全国和全
省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和示范机构创建工作，
2021 年省财政支持的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建设和
2022年开始实施的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医养结合项
目建设将为各地创建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和示
范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河南将
从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和示范机构中择优
推荐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和示范机构。

会议还通报了2021年全省医养结合项目建设
情况，并对2022 年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医养结合项
目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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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眼底开出“牵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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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在病房里的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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疱疹性咽峡炎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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